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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业志愿服务模式本土化的四点建议 

“中国正在面临一系列社会、环境和经济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若解决所有问题，是一

项异常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但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持续繁荣却是迫切需要。中国正寻求符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需要学习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将一个赋予创新的想

法引入他国可以通过细腻、缜密的工作实现，通过本土化的创新、全球化的合作并假以时日，

成长为一个全新的并可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 《专业志愿服务本土化报告》BSR 报告摘录 

 

本报告供中国以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参考，正是这些机构和部

门能预见到自身想法有潜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多样的问题。 

报告对于本土化的深入解读，是基于 BSR慈源项目与本土公益合作伙伴——北京惠泽人与

Taproot基金会合作将专业技术志愿服务项目以及运作模式引入中国，并加以本土化改进。专

业技术志愿服务项目（英文为：Pro Bono）意在使非营利组织得到商业机构专业人士提供的专

业服务。2012年 8月，惠泽人与各个全球跨部门合作伙伴合作，包括 Taproot基金会、惠普、

南都基金会（中国著名基金会之一），并在 BSR的支持下，已经将此服务模式运作了近两年时

间（共 20个月）。五个合作伙伴协同合作，联合财务资源、发挥各自优势与网络，引导并推

动专业技术志愿服务在中国发展： 

惠泽人对 Taproot基金会专业技术志愿服务项目的本土化改造，既取得了一定成功，又面临一

系列挑战。在改造全程中，不断进行着调整。本土化的经验并非为了设计一个清晰的最佳做法

或详细的结构化战略，而是为讨论影响路径效果的关键制约因素与决策提供一定基础。为了提

供给读者更为实用的信息，现总结如下四点： 

 评估一个想法的外在需求包括，分析原始模式隐含的前提假设，对其提出质疑，以理解项

目设计的原因。运用这些假设，可以识别实现本土化可能的关键因素。然后，用开发原型

并进行焦点小组讨论的方法进行需求测试，这有助于理解在中国发展该项目的方法。 

 在合作伙伴关系的设计中，信任比契约更重要，投入比能力更重要。合作伙伴相互匹配，

来互补战略资源，弥补各自缺陷，这将为实行试点项目与尝试潜在工作模式提供基础。 

 项目实施后，在变化迅速的环境中管理全球跨部门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在灵活性和结构性

间做出权衡，即在促进合作伙伴间问责和沟通的同时，不削弱运营方合作伙伴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的自主权。 

 项目发展仍然是利用来源方公益组织的知识产权、技能和工具的前提下，对项目进行改进，

使其适应本地需求，适应运营方合作伙伴需要。在对所有案例研究的成果列出详细清单，

作为评估影响力的依据的同时，机构还要进行系统的试点测试，通过创建并可以日后推广

的高效的工具、文件和方法，为项目今后更大的成功做好准备。 

BSR相信，这种方式可以在国家之间、部门之间联合资源，结成战略性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关系，可以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激励本土化的可持续创新。  

 
 

 


